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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面面觀》

内容概要

◎聯合推薦
東吳大學英文系主任／謝瑤玲
東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吳明益
東華大學中文系教授／郝譽翔
中研院歐美所／單德興
知名作家／鍾文音
二十世紀百大英文非小說
國內外各大文學院指定經典教材
現代小說寫作技巧聖經
最新授權中譯版，最完整的內容
瞭解小說藝術奧祕，從事小說寫作、文學批評與賞析者的必讀經典。
本書共分九章，就小說的七個層面：故事、人物、情節、幻想、預言、圖式、節奏，以作者細膩的觀
察，優美與洗鍊的筆調，分析並探討小說的內容。佛斯特認為，小說家的任務即是熟練地駕馭這些面
向，做到「面面俱到」，而小說家的功力，就表現在他是否有能力涵容並調節這些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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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同问，“20世纪研究小说艺术的三大经典著作”的另两部是什么？~
2、陈寅恪之“小说有通性之真实”解读了小说的史料值，E. M. Forster洞穿史著者述而不作与小说之
创作的内外之隔。穿越在文学界其实天天发生，时间比上帝还具有权威性。预言与幻想并不同框，游
吟诗人并不能悠游四野。九回乐章只在小说中生，小说中灭。
3、哦。。。我看错了，不好意思
4、　　看小说，学写作。
　　这本书非常棒。
　　这是一部被世人目为既是一部关于小说理论的研究专著，20世纪研究小说艺术的三大经典著作之
一。又是一部语言非常生动的散文作品。
　　还记得最初从图书馆发现它那会的兴奋劲，真的是高兴的不得了。
　　后来在一个读英文系研究生（好像是比较研究所的）的书架上发现这本书，又兴奋了好一会。从
这个朋友那里借来又看了一遍，难忘。。。
　　
　　1.经典
　　本书是世界公认的小说理论经典，主要阐述了小说写作的方方面面，并对许多世界名著进行了毫
不留情的“评头品足”。大学文科讲师、本科生、研究生经常查阅产引且的必备书籍。
　　
　　福斯特写道：“预言小说家的话题大而无垠，包容宇宙或一切放之四海皆准之事，但是他并不一
定要‘说’出来；他意欲高歌，但是其歌声在小说殿堂中出现总给我们一种格格不入的惊愕之感。”
他列举了《亚当·贝德》、《卡拉马佐夫兄弟》、《呼啸山庄》和《恋爱中的女人》等众多小说，指
出预言其实就是一种“声调”，它可以暗示任何与人情世故有关的“信仰”，或者仅是一种人们对某
种力量所表现的热切的“爱憎之情”。《小说面面观》给了我一双挑剔而又谦虚的文学之眼，使我们
在阅读小说的时候，常常寻找、分辨和倾听这样一种歌声。
　　
　　2.严谨
　　过去的一些中文版本出现不少错译漏译，常常使人读不懂，甚至错误地“引经据典”还浑然不知
。本书译者朱乃长更是严谨的不得了，书中不仅对比英文原文呢，脚注还注明3种以上的一本的错译
漏译，功底了得。
　　
　　3.背景
　　此书是福斯特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办的克拉克讲座后的八次演讲的讲稿整理。在英国各大学和
机构定期举办的所有关于英国文学的专题讲座里，就数这个克拉克讲座享誉最隆。它每年举行一次，
由三一学院的专设委员会邀请一位久享盛名的文坛泰斗或者学术界的元老或巨擘前来主持。然而，
在1926至1927这个学年度里，三一学院却一改沿袭已久的惯例，破天荒地邀请了一位小说家前来主持
这个竞争激烈的讲座——他就是曾在1924年发表了小说《印度之旅》(A Passageto India)而声誉鹊起的
小说家福斯特。
　　
　　可是实际上，虽然那时候福斯特已经发表了七部小说，但也曾想拒绝这个邀请。因为当时他只写
过短短的几篇书评，从未对小说的创作理论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也没有发表过任何富于真知灼见
或创新精神的专著。他甚至曾经公开反对任何人在小说创作技巧的问题上说三道四，反对他们制定什
么规则，探索什么规律。但福斯特在小说的创作理论和写作实践等方面进行系统而艰苦的探索和准备
，并且具有丰富的演讲，否则也不会给后世留下这么一本宝贵的经典之作。
5、你是说《战争与和平》还是说《小说面面观》？《战争与和平》还是不错的，写这本书的时候，
托尔斯泰还有活力，到后来就没有多少活力了！
6、　　   这本书令我想起来大江健三郎的《读书人》，同样是以演讲的形式被收录起来的关于讲读书
的书。但凡此类书，其结构都相当简略，内容却很精华，阅读时，一丝都不能够马虎。本书是对小说
更加权威的诠释，讲了小说的各个方面。一向地，对于小说都不多喜欢阅读，且不因为经典小说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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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无从选择，只因之前看过太多的名著改编电影，削弱了去阅读他们的兴趣。再则，说实话，对
于小说的阅读方法一直不得道，以至于屡屡欲读之，望而生畏。
　　
　　  《读书人》有听仔细地一读，而本书则读得略带马虎。只因此书四百余页，略显厚重，英文部
分只做参考之用，且因对小说的阅读过于贫乏，对书中的分析未能真正达到应有的效果。不过，自阅
读过此书过后，也萌发了要读一读经典小说的想法，好东西，藏着掖着，始终也不是个办法，要尝一
尝才知道苦涩滋味。
7、楼主是暨南大学的？
8、　　E.M.福斯特：
　　
　　1.、我们大多数人在三十之前都须得寻个工作自立，否则就得求亲靠友过日子，而很多工作只有
经过考试方能觅得。
　　
　　伪学者在考试方面往往表现突出（真学者在考场上却并不怎么擅长），即便失利，他仍会仰慕考
场天生的权威。它们是通往工作职位的大门，它们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 ⋯⋯
　　
　　既然“知识能改变命运”，既然“功名”必须“考得”，对考试体系就由不得我们掉以轻心了。
　　
　　如果求职的阶梯另辟出一条蹊径，我们如今所谓的教育大部分都会土崩瓦解，而谁都丝毫不会因
此变得更蠢。
　　
　　2、所有小说家均在同时写他们的小说。
　　
　　3、历史不断发展，而艺术则恒定不变。
　　
　　4、人类生活中有五大事实：生、吃、睡、爱和死。最出奇的是生和死，因为它们同时既是人生
经验又无法实际体验到。我们都经历过生，可我们都记不得出生时的情景了。死来得跟生一样频繁，
可我们同样不知道它到底是何尊容。我们最后的经验就像我们最初的经验一样，全凭臆测得来。我们
是在两片黑暗之间忙活。
　　
　　5、小说家可以写出永恒的爱，因为有关爱的幻觉之一就是它能恒久不变。事实上从来就没有这
样的事——将来也不会有。所有的历史，我们所有的经验都教育我们，没有一种人际关系是恒久不变
的，它跟构成它的人本身一样善变，要想使其稳定了下来，人须得像玩杂耍的那样保持平衡才行；而
一旦它稳定了下来，它也就不再是一种人际关系，而成为一种社会习惯了，其中的重点已经从爱转化
成了婚姻。
　　
　　6、如果上帝能给我们讲讲宇宙的故事，那宇宙也就变成了一部小说。
　　
　　7、说到人际交往，我们总无法相互理解，至多不过似是而非或是一厢情愿；我们总无法充分展
示自己，哪怕我们心甘情愿；我们所谓的亲密无间无非只是将就凑合；完全的了解只不过幻梦一场。
9、晕，本书译者是苏炳文，朱乃长译的是此书的另一个版本。。。您的评论挂错地儿了
10、同问；并且人文社的冯涛译本怎么样呢？现在只能买到这个版本的
11、⊙o⊙
    ......当当广州仓没货了。
12、　　还是喜欢看小说理论多过小说，因为它们通常都是高密度的审美信息：不仅有对具体细节的
分析，有对作者创作得失的把握，最重要还会从“什么是小说”层面上，说明他做出如上评判的原因
。不管对象是什么，给事物分门别类总是颇具气度的，那种肃清同时建立一个世界的感觉，的确是其

Page 5



《小說面面觀》

他琐屑描写不能带来。
　　作者E.M.Forster，以前只看过他小说改编的两部电影，印象不深。于是乎想起一个判断，大意是
：坏小说通常改编成好电影，好小说通常只能拍成坏电影。根据福斯特的理论，也能对此做出解释：
在小说的七个要素中，电影善于表现的，只有人物和故事两者；幻想、预言、节奏，因为涉及文字运
用产生的氛围，电影难以再现；情节和图式在电影中，则常常需要重构。坏小说通常也不会缺少故事
，再加上一个富于表现力的演员来表现人物，即使是个扁平人物（类型化的人物），也可以让人深为
震撼的。
　　福斯特给这几个要素做过简单又极具洞察力的说明：“故事要求读者的好奇心；人物要求读者有
人情味和价值观；情节要求读者的智慧和记忆力⋯⋯幻想要求一种附加的适应⋯.⋯.预言需要读者的
特质有二：一是谦虚；二是暂时抛弃幽默感”。情节和故事的区别则是：““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
死去”是故事；“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因伤心而死”则是情节。”
　　说到好奇，似乎我们通常会碰到两种用法，一是褒义，一是贬义。福斯特在这里显然取的是后者
。海德格尔也曾将“好奇”用成贬义。他们都认为好奇属于人类本能，且常常会沦为琐屑的好奇。这
种好奇打探隐私、传播八卦、蜚短流长。还看小说，福斯特说。他认为，在好奇本能驱使下，人希望
看/听故事，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的故事，我们只是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他没给这种欲望打高分，
它只是存在，而且颇轻薄。福斯特举了个例子说明之。大意是，你去年碰到一个人，他一见面就兴趣
十足打听你有多少兄弟姐妹，这种人你今年再碰到他，他多半还是会问这些——因为琐屑的好奇是排
除了真心的。
　　福斯特认为“预言”（“预言非狭义的预见未来之言⋯它是在小说家言辞中所强调的那种声调”
）的理解和感受需要暂时放弃幽默感。我觉得这是本书最能让读者产生顿悟感的地方之一。他在这一
章提到四个小说家：乔治艾略特、劳伦斯、麦尔维尔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只试想想把他们几个归在一
个集合内！
　　他评论哈代，认为他的小说中人物形象瘦弱，全为情节服务。而情节则是专为表现他“人类在环
境中的命运”主题而设，认为哈代作为一个诗人和哲学家，强于小说家。评论亨利詹姆斯，认为他小
说中的人物类型单一，且都颇像人偶；这些人没有生理需求，也没有环境限制，通常就只被一个目标
牵引着执着行动。但是他对人物心理和情节的设置是多么巧妙和微妙，完全能开发出人类感受力的一
个新维度。
　　
13、“幻象”、“预言”两讲看得似懂非懂。觉得他讲的“预言”隐指某种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只
是换了种讲法或者“概念”而已。
14、这书不就是妙在“一家之言”上么，而且文学批评什么时候可以用来指导创作了？
15、　　很久以前的一本书，翻译只能说一般
　　
　　不过，还是很喜欢这本书，作为一个作家对小说的面面观，这本算很不错的
　　
　　那个很有名的平面人物与圆形人物的说法，就来自这个讲座
　　
　　如果没读过，还是找来看看吧
　　
　　我喜欢这本，哈哈
16、⋯⋯开始看了一些，我完全没看出它好在哪啊⋯⋯
17、好在看了这本书，让我对《战争与和平》另眼相看了。
18、　　       对于这类书籍，是看着热闹，却一点用处也没有。
　　    全书只是一些认识论，而且是一家之言，全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你想读过之后学习借鉴，用
在创作当中，建议你别读，读了反而会更糊涂，那些概念会让你更莫名其妙。
　　     我看这本书的结果就是，知道了本书作者喜欢哪些经典读本，大概有以下几本：
　　    《战争与和平》《爱玛》《白鲸》《尤利西斯》《项迪传》
19、三大经典著作另外两部是什么？有小说的艺术么？
20、作者是个非常花哨且自我感觉良好的英国人，讲话很俏皮，很华丽，以及带着英国贵族式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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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读完这本书你会收获一些玄之又玄的片段，但总体来讲没有留下太多实用的东西。
21、关注一下这本书
22、得找这本书来瞧瞧
23、　　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我看过两遍，相隔有十几年。第一遍看的印象早已荡然无存，连书
也找不到了，十多年后，又买了一本，又读了一遍，这么多年中，我也看了他的一些小说，以及小说
改编的电影，再读他的书感受也就自然深了一点。有趣的是，这次看《小说面面观》时是和钱钟书的
《宋诗选注》交替着看的，无形中就有一种比较，尽管《小说面面观》是译文，其文字幽默机智诙谐
，与钱钟书还真有的一拼。看这书完全可以想见他在当时剑桥三一学院举办讲座的现场情景。（这本
著作就是他在那里讲座的汇编）。事实也正是如此，福斯特的讲座大受欢迎，要知道这是一次文学批
评，涉及到文学理论层面，而听众并非纯是学界人员，大多是一些普通读者。如果说当时福斯特因为
小说《印度之行》大受欢迎，而那些粉丝是冲着这点而来的话，那么在第一场一睹芳容之后也就足够
，可事实并非这样，用福斯特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结果是第一次讲座就“好过我的预期”，到第二
次他已经觉得听众“兴趣盎然”了，而到了第三次，讲座已在“剑桥博雅君子中大受欢迎”，到第七
讲则是“风靡一时”，到最后获得了“最了不起的成功”，结果“日甚一日的盛名都使我无暇”写信
了。真的，要把小说理论说的如此生动好玩的确不容易。
　　　　《小说面面观》是从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模式和节奏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了
小说的一些特点，他把不同的作家作品放在一起两两比较，以找出各自的特点和共同的规律。如此把
数十位小说作家集聚在一起，想像他们坐在客厅中坐而论道，引领读者进入他们创作的境界，欣赏创
作的特色，指出存在的问题，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让读者读出兴趣读出味道读出水平，进而弄清小说
创作中一些奥秘。所以，福斯特的这本书不仅吸引了听众也吸引了像我这样的后辈读者。这也让我对
福斯特的印象大为改变。我也是从《印度之行》开始知道的福斯特的，好像也看了几遍，作为小说看
，我没有特别的感受，只是那年去印度，我重读此书，对其中有关印度的描写和现实进行对照，发现
几十年过去印度还是老样子，很有感触。不过就这一点来说他不如奈保尔的《印度之旅》对印度社会
反映来得形象生动。我想可能福斯特是作为殖民者的心态来看待在印度的一切，尽管他是从人性的角
度来叙述故事，并没有高高在上的看待印度人，但是这种平等还是留有一种恩赐的痕迹怜悯的同情在
里面，这和所有殖民者并无多大区别，就像油和水虽然在同一容器内，总是有一种隔层。所以我对《
印度之行》并不怎么看好。相对而言奈保尔毕竟有着印度血统，对族人的心情里有着一种亲人般的爱
与恨，这种爱与恨没有像油和水那样的分离层，有的只是清水和浊水的区别，是一种完全融合。
　　　　一般来说，小说和电影是两种艺术，电影要改编小说总是不那么讨好，可我感到，福斯特小
说改编的电影都比他的小说要好，无论是《印度之旅》，还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还有《莫瑞斯
》，看小说时总有一种沉闷感，而电影的节奏就明快多了。福斯特如果要用自己的实践来印证小说理
论的话，倒是改编成电影之后，说服力更强。不过此次读了他的《小说面面观》让我对小说有了更深
的理解。根据福斯特所解说的题目，以我个人的感觉，要创作出一篇小说根本是三个要素，一是想像
，作为一个小说作者没有想像是不可能的事，想像的内涵很丰富，可以是天马行空般的，也可以是所
谓合理的想像，这对小说创作是至关重要的，我甚至想，没有想像就没有小说。其次是知识的准备，
小说需要想像，而想像来自生活，没有必要的生活知识是无法写好小说的。小说有时候可以充当生活
的百科全书。三是语词的能力，要把想像充分表达出来就是个词汇量的问题，文学的词汇不像其它学
科主要是准确，有时为了准确可以牺牲形象和生动，小说中的词汇是门艺术，它要把故事和想像形象
生动的叙述出来,表达出来。而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之所以也这么好读，因为里面有想像，语言也
很生动，更告诉了读者不少欣赏小说的知识。
　　比如在论述小说过程中，也不乏针贬社会的经典话语，如“伪学术往好了说，是无知对学术的致
敬。他还有经济上的意义，对此我们不必过于苛责。”比如他对通过考试达到某种阶梯做法的批评：
“如果求职的阶梯另辟出一条蹊径，我们如今所谓的教育大部份都会土崩瓦解，而谁都丝毫不会因此
变得更蠢。”其实，在他的小说里，也有不少经典的语句，只是看小说往往更注重人物和故事情节了
。
　　
24、台版的，近期已入手收藏。
25、同感，而且作者说话的方式很罗嗦。
26、　　Aspects of the novel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作品，中译本前前后后却有六～七个版本之多。这本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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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最新版，阅读比较过发现，却是正确度最高、内容最完整、批注最丰富、文笔最流畅的版本。
　　书中Forster的观念或许不够新颖，但小说创作的观念或品评赏析是不会因为时代更迭而过时。这
书文学专科学生可当教本，一般读者可当文学评论入门书来看。
　　大推！
　　
27、　　读了不少的小说，有时自以为陶醉。
　　作为一个读者，从来没想过小说到底是怎么弄出来，只要沉醉其中就好。
　　福斯特的这个讲座，他自谦是业余却能点拨到迷糊的读者。
　　原来小说中的人并不同我们世界中的人：小说的中的人可以一眼被看穿，他们的心理都暴露在读
者眼前，我们周边的人却一个都弄不懂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小说中的人有扁平的有圆形的，我们的世
界从来都是复杂的。
　　以后看小说时不时会意识到书后的作者了，想想到底他会耍个什么手段，摆弄些什么。
　　
　　
　　
28、同问，“20世纪研究小说艺术的三大经典著作”的另两部是什么？~
29、我指福斯特的书。我那个是花城出版社的。不知是不是翻译的问题，反正没觉得这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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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Aspects of the novel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作品，中译本前前后后却有六～七个版本之多。这本诚然是最
新版，阅读比较过发现，却是正确度最高、内容最完整、批注最丰富、文笔最流畅的版本。书
中Forster的观念或许不够新颖，但小说创作的观念或品评赏析是不会因为时代更迭而过时。这书文学
专科学生可当教本，一般读者可当文学评论入门书来看。大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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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小說面面觀》的笔记-全书

        一、緒論
小說，頂多是文學領域中的一塊濕地，由上百條小河灌溉著，偶爾匯聚成一片沼澤。所以，我不驚訝
，詩人雖然對小說不屑一顧，但一不小心就會蹚了一身泥水。我也不詫異，當史學家意外發現小說被
當作正史時，他們會有多麼惱怒。

對於小說家而言，地方主義其實無可厚非，它甚至可能是小說家最主要的力量泉源：只有自以為是的
傢伙或傻瓜，才會挑剔狄福的倫敦客作風，或哈代的鄉土味。不過，對評論家而言，地方主義卻是重
大瑕疵。偏狹，是創作者的特權，但評論家可不能目光如豆。他必須博學宏觀，不然就得一無所知。

一面鏡子絕對不會因為歷史大事發生在它跟前，就變得更加清晰光亮；只有為它重新鍍上一層水銀時
才會產生改變。小說的成功之處，在於其本身所具有的靈感，而非賴於寫作題材的成功。

二、故事
故事，是按照一連串事件的發生時間，依序排列而成的敘事；就像晚餐在早餐之後，週二在週一之後
，死亡之後才是腐爛等等。身為一則故事，它唯一的價值，是激起讀者想知道後續發展的興趣。反之
，它也只能有一個過失：無法激起讀者想知道後續發展的興趣。

無論是回憶或期望，都對時間之神毫無興趣，而所有夢想家、藝術家和愛人們，也能部份逃離他的掌
心；時間之神可以奪去他們的生命，卻無法取得他們的關注；甚至在臨終之際，即使塔上的鐘傾力敲
響，他們所看的，或許仍是另一個方向。無論現實生活究竟如何，都是由兩種生活所組成：時間生活
和價值生活，而我們的行為也顯示出一種雙重忠誠（double allegiance）

三、人物（上）
人的生命始於一個被遺忘的經驗，終於一個他參與、卻無法瞭解的經驗。這就是小說家打算在小說中
介紹的人物，或是說，小說家所創造的人物就是類似這樣。只要小說家認為適當，他可以使無所不知
、無所不曉的，他對人物的內心生活一清二楚。

每個人都有兩個面，好比是歷史和小說。一個人身上所能觀察到的行為，以及可以從行為推論出的精
神（心靈）存在，都屬於歷史範疇。但是他幻想或浪漫的那一面，則包括“純然的熱情，如夢想、喜
樂、悲傷，以及那些不便透露或羞於啟齒的私密行為”，而小說的主要功能之一，即在於表達人性的
這一面。

愛，一如死亡，因為可以輕易地結束一本書，故深受小說家青睞。他可以把愛情寫得永垂不朽，讀者
也樂見其成，因為愛給人的幻覺之一，正是它的永恆不變。但這是不可能的。歷史和經驗告訴我們，
沒有任何關係是永恆不變的，它就像那些創作者一樣捉摸不定，而且他們必須像雜耍者那樣，如果想
繼續存活的話，就得努力維持平衡。倘若它停止變動，那就不再是人際關係，而是一種社會習慣，其
中的重點已經從愛轉為婚姻。

虛構人通常其來有自，也會老死，但是他很少進食、睡覺、全副精神就專注在人際關係上，而且最重
要的是，我們對他的了解，遠比對周遭同類的認識更加透徹，因為它的創造者和敘事者是同一個人。
所以，我們或許可以誇張地說：“如果上帝能傳述宇宙的故事的話，那宇宙就變成虛構的了。”

小說，甚至是有關壞人的小說能給我們慰藉的原因：它們表現出的是一群較易理解，也因而較易掌握
的人種，它滿足了我們對智慧和權力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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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物（下）
狄更斯的部份天才是，善於運用辨認度極高的類型人物和漫畫式人物，創造出生動有趣、富有人性深
度的效果。這對討厭狄更斯的人而言，詩歌絕佳的機會：狄更斯應該是很差勁的小說家。但他卻能躋
身大文豪之列，而他運用類型人物之成功，提醒了我們，扁形人物並非尖刻評論家所想的那般平庸。

奧斯汀的所有作品都見得到這一類人物，表面上看來簡單、扁平，不需要再三介紹就能辨認出來，卻
又不失深度。她可以在筆下人物身上貼上“理性”、“傲慢”、“感性”、“偏見”等標籤，但是這
些人物卻不受這些特質所囿。

在菲爾丁和薩克萊的作品中，對讀者推心置腹是致命傷，那就像小酒館里的閑扯淡，在過去這是對小
說最具殺傷力的事。不過，讓讀者走進你的世界卻是另一回事。小說家跳脫人物，如哈代和康拉德的
作法，並且概述他認為生命必須經歷的處境，如此并無傷大雅。洩露個別人物的秘密，才會造成傷害
，才會使讀者捨弃書中人物，轉而去分析作者的思維。在這種情況下是找不出什麽的，因為此時他已
不再是創作，當他表現出“過來，讓我們來聊聊”時，整個創作過程就已冷卻下來。

五、情節
亞裡士多德說：“性格給我們性質，但是在我們的行動裡，我們的所作所為，我們才有幸與不幸。”
（摘者按：雖然這句話看起來有點不通，不過說的挺好的。）

一個人並不會真的對自己說話；他內心的喜樂或悲苦，經常來自於無法言傳的原因，一旦他試著說明
這些情緒時，它們就喪失原有的本質。

我們之前將故事界定為：按事件的發生時間，依序排列而成的敘事。情節也是一種事件的敘述，但其
重點在於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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